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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申利超 通讯员 赵亚虹）日
前，市政府发布通告，今年春节期间烟花爆竹燃放将实行“禁
改限”。近日，市生态环境局发布倡议书，呼吁公众遵守烟花
爆竹燃放“禁改限”规定，共同守护来之不易的蓝天白云。

●选择安全、环保、低碳的方式欢庆新春
“我们应该积极转变观念、移风易俗，自觉做到不在禁

放区燃放烟花爆竹，主动选择安全、环保、低碳的方式欢庆
新春。”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说。

市生态环境局在倡议书中呼吁全市各级党政机关、企
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街道办事处、社区，以及党员干部、共
青团员、大中小学生等，要带头响应倡议，争当环保志愿者、
倡导者、传播者和践行者，对污染环境行为说“不”，齐心协
力抵制破坏大气环境的行为。

●燃放烟花爆竹可致PM2.5浓度大幅上升
燃放烟花爆竹，会产生大量污染物，使环境中的PM2.5

浓度大幅上升，严重污染大气环境。“我市的地形为盆地，每
年秋冬季节，污染物在静风天气条件下极容易形成富集，扩
散条件极为不利，易造成大范围的空气污染问题。”该负责
人说。

●燃放烟花爆竹时区域噪声可达135分贝
近日，有网友在洛阳网“百姓呼声”平台反映，在自己所

居住的小区周边，不时有燃放烟花爆竹行为出现。
市生态环境局上述负责人说：“科学实践证明，燃放烟花

爆竹时区域噪声可高达135分贝，明显高于人体可承受范
围，严重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此外，燃放烟花爆竹所释放
的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二氧化碳、一氧化碳等有害气体和各
种金属氧化物粉尘，会对人体呼吸系统产生强烈刺激。

据悉，《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在禁止燃放烟花
爆竹的时间、地点燃放烟花爆竹，或者以危害公共安全和人
身、财产安全的方式燃放烟花爆竹的，由公安部门责令停止
燃放，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
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市生态环境局呼吁公众
遵守烟花爆竹燃放“禁改限”规定

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日前，市委老干部局、市文联、市老干部教育活动中心、
市书法家协会联合举办“为老同志送祝福 为基层送温暖”
活动，组织我市书法名家现场书写400余副春联，为老同志
及市老干部教育活动中心“五联五促”联建单位有关成员送
上新春祝福。 洛报融媒记者 李雅君 通讯员 杨亚菲 摄

400余副春联送给老同志

近日，《社会组织名称管理办法》（简称办法）公布，将于
今年5月1日起施行。办法首次对社会组织名称进行统一
规定，适用于依法办理登记的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基
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三类。

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办法
规定，社会组织只能登记一个名称，社会组织命名应当遵循
含义明确健康、文字规范简洁的原则。

其中，社会团体名称应当以“协会”“商会”“学会”“研究
会”“促进会”“联合会”等字样结束。基金会名称应当以“基
金会”字样结束。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应当以“学校”“大
学”“学院”“医院”“中心”“院”“园”“所”“馆”“站”“社”等字
样结束。

社会团体、基金会依法设立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名称，
应当冠以其所从属社会组织名称的规范全称。“近年来，我们
在工作中发现，一些社会组织将内部设立的办事机构命名为

‘专业委员会’‘专家委员会’，混淆了办事机构与分支机构，
引起了公众误解，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风险隐患。”该负责人举
例，“洛阳市××协会”的分支机构名称应当是“洛阳市××
协会××分会”或者“洛阳市××协会××专业委员会”。“洛
阳市××协会”内部设立的办事机构名称应当是“洛阳
市××协会××部”或者“洛阳市××协会××室”。

“办法规定，登记管理机关应当及时纠正本机关登记的
不符合规定的社会组织名称。我们也将督促社会组织通过
更名等方式纠正不合规的名称。”该负责人说，根据法不溯
及既往原则，办法施行前，登记管理机关登记的社会组织名
称符合施行前规定的，无须纠正；如发现既不符合施行前规
定也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应当依法依规予以纠正。

洛报融媒记者 余子愚 通讯员 李欣

社会组织名称有了统一规范

深冬时节，登上汝阳县上店镇布河
村红花岭远眺，视野开阔。

看景，前坪水库山水相映，碧浪清
波；听声，施工声不绝于耳，7栋高端民
宿正在进行内部装修。

“趁着春节前抓紧建设，争取今年
4 月对外营业。”该民宿项目负责人信
心满满地说，有了旅游公路，凭借前坪
水库的好景色，不愁留不住游客。

露营基地、高端民宿、中医康养项
目综合体……去年以来，多个项目落户
布河村，让这个小山村焕发新的生机与
活力。“这真是修好一条旅游公路，带来
万千变化。”市委组织部驻村工作队负
责人说。

布河村是市委组织部的定点帮扶
村。该村属于丘陵地貌，土地大多为坡
地、薄地，村民多以外出务工为生。随
着前坪水库蓄水，布河村因紧临前坪水
库库区，拥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

结合“五星”支部创建，驻村工作队
深入分析了布河村产业发展的优劣
势。大家深刻认识到，要想彻底改变布
河村的产业发展现状，必须从旅游产业
入手。村西头的红花岭紧临前坪水库
库区，视野开阔，风景秀丽，最适合发展
旅游项目，可一想到前往红花岭的那条
山路，大家心里就没了底。

这是一条坑坑洼洼的水泥路，宽度
仅有3米，错个车都很困难。

“要想富，先修路，必须下定决心把
这条路修好！”驻村工作队和村干部很
快统一思想：修路！为此，驻村工作队
积极沟通协调，争取市、县两级公路服
务部门的大力支持，去年修成一条长约
1500米、宽5米的高标准旅游公路。

有了旅游公路作支撑，露营基地项
目顺利落户红花岭。去年10月，首届

“红花岭”露营文化节在布河村红花岭
露营基地成功举办，游客驱车沿该旅游
公路可直达红花岭，在欣赏沿途自然风
光的同时，可一览前坪水库美景。

“那几天，游客络绎不绝，都对我们
村的自然风光赞不绝口。”回忆当时的
火热景象，布河村党支部书记桑伟粉仍

然难掩激动。
现如今，该旅游公路犹如一条丝

带，穿过布河村，直达红花岭，畅通了
交通，也带动了旅游产业发展。“旅游
公路目前已发挥出综合带动效应。”驻
村工作队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结合

“五星”支部创建，用足用好前坪水库
旅游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产业，
以旅游产业带动布河村实现更快发
展。“今年准备围绕红花岭再修两条
高标准旅游公路，形成交通环线，到
时候游客上红花岭欣赏库区美景就
更方便啦！”

洛报融媒记者 孙小蕊 通讯员 张
璐瑶

市委组织部发挥驻村工作队作用，以旅游公路建设带动帮扶村产业发展

一条旅游公路 带来万千变化

近日，我市交警部门开展“砺剑1号”百日行动，旨在从
源头上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三大
队民警先后来到西工区红山街道下沟社区、洛阳汽车站等
地，向群众发放宣传页，宣传典型事故和交通安全知识，增
强农村地区、交通枢纽地区群众文明交通意识。

洛报融媒记者 赵硕 通讯员 孙德胜 摄

宣传安全知识 倡导文明交通

河洛大地见证
华夏 演变

供排水一体化
助推美丽乡村建设

近日，在孟津区朝阳镇刘寨村新建成
的供排水一体化站房内，工作人员在检查
设备设施，保障正常运行。去年，孟津水
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解决该村群众饮
水问题，改善人居环境，投资建成了供水
加压站、村级污水处理站，实现“同管网、
同水质、同服务”供排水一体化目标，推进
美丽乡村建设，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安全感。

洛报融媒记者 梅占国 通讯员 郑占
波 刘文斐 摄

寻迹河洛中国龙

开栏语

甲辰龙年即将到来。
作为中华民族的图腾，龙
形象历经数千年岁月变
迁，贯穿中华文明发展的
漫长过程。在十三朝古都
洛阳，与龙有关的历史印
记、文物古迹不胜枚举。
自即日起，本报开设《行走
河南 读懂中国——寻迹
河洛中国龙》栏目，咱们一
起“寻龙”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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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图腾龙图腾
随着甲辰龙年的临近，到二里头

夏都遗址博物馆“打卡”绿松石龙形
器的游客越来越多。这件“超级国
宝”自2002年出土至今，已被学术界
普遍认为是华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
统的根源。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炎黄子孙
是“龙的传人”。各地的考古发现，一
次次证实了华夏先民对龙图腾的崇
拜。在二里头文化之前，我国许多地
方都发现了龙形象：在辽宁阜新查海
遗址发现的石龙，是迄今为止在我国
发现的体形最大的龙形象；在内蒙古
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发现的玉龙，
形体酷似甲骨文中的“龙”字，长吻修
目、造型生动，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
的最早的玉龙。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
器由2300多片形状各异的绿松石粘
嵌而成，12 组菱形图案组成龙的鳞
纹，还有蜷曲的尾巴、圆柱形绿松石
和白玉组成的鼻子。龙眼为梭形，眼
珠由圆饼形白玉构成，让它的形象更
显鲜活生动，凸显高超的制作技艺。
专家分析认为，到了二里头文化时
期，龙的形象增添了想象的成分，并
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整合态势。

除了绿松石龙形器，在二里头遗
址，龙的形象还出现在很多器物上。
例如，不少陶器上有刻画的龙图像和
图案化的龙纹装饰。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认为，二里
头都邑出现的龙形象，是华夏大地众
多族群在龙形象上从多元到一体的
隐喻和表征。

考古发现显示，夏王朝之后，龙
形象的承继与发展并没有结束，二里
头龙形象的很多要素，如整体面部特
征、梭形眼、额头上的菱形装饰、龙身
的连续鳞纹乃至一首双身的形体特

征，一直延续到商王朝。
在洛阳博物馆展出的商周时期

青铜器上，很容易找到与龙有关的
纹饰——夔龙纹。据考证，这种纹饰
是从以兽为本的图腾复合体演变而
来的。洛阳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
商春芳介绍，尽管夔龙纹在商周时期
青铜器上普遍处于从属和陪衬的地
位，但它是商周时期青铜器纹饰中群
体数量最庞大、形式演变最复杂、流
行时间最长的纹饰。这时的龙形象，
头上长角，有大大的眼睛和嘴巴，尾
巴上卷，充满威慑性。

到了秦汉时期，龙的形象已相对
成熟。在洛阳古墓博物馆展出的汉代
墓葬出土文物中，龙主要作为四神之
一的形象出现，与白虎、朱雀、玄武组
成体系，也代表着汉代流行的“升仙思
想”。汉代时，龙的形象开始与帝王挂
钩，《史记》中记载汉高祖刘邦时不时
就显露出“龙相”和“真龙之气”。

数百年后，隋炀帝准备迁都洛
阳，他率群臣登临邙山，把伊阙称为
龙门，不但认为自己是龙之子，还认
为洛阳是“龙脉”所在。商春芳介绍，
隋唐时期，社会经济繁荣、文化多元，
龙形象越发飘逸洒脱、华美雍容，在
洛阳出土的铜镜、瓷器中均有体现。

宋元至明清时期，龙作为帝王的
象征，形象逐渐变得威严。在民间，
龙作为吉祥、富贵的象征，深受大家
喜爱。于是，赛龙舟、耍龙灯等节庆
活动流传至今，“二月二，龙抬头”等
俗语广为人知，更有龙马精神、龙飞
凤舞、龙凤呈祥、龙腾虎跃等说不完
的典故。

数千年来，龙凝聚着华夏儿女的
精神追求和情感寄托，承载着人们对
美好生活的期盼。作为中华文明的
发祥地之一，河洛大地见证着华夏龙
图腾的演变。这个春节，洛阳多家博
物馆推出“龙文化”主题展览，在后续
的报道中，记者将带您走进博物馆，
在一件件文物和沉浸式体验中，认识
古老又年轻的龙图腾。

洛报融媒记者 智慧 实习生 周
晏至

（本文配图均为资料图片）

老子纪念馆的龙彩陶浮雕老子纪念馆的龙彩陶浮雕


